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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儿子考上了烟台大学。在陪他办完入学手续后，
我们便去看了朝思暮想的大海。

啊！能容纳百川的辽阔和后浪推前浪的进取精神一下撼
服了我——我对大海一见钟情！

儿子也一脸惊喜，他一定是被大海迷住了！儿子说，大海
就在学校旁边，以后有时间看。您不是说从没见过飞机场
吗？要不咱借这个机会去看看。

我倏地有些感动。儿子要圆我这个梦，我便笑着点点
头。可是去机场怎么走？儿子说，去附近停车场问问吧，当地
人熟悉。所幸的是，司机看我们是外地人，竟执意要免费带我
们去，说他正要去办点事，顺路捎着我们。见我俩犹豫，他立
马掏出自己的身份证递给我：“大哥，我不是骗子！这个押给
你，放心了吧！”我脸一红，抱歉地说：“我不是这意思，只是你
得收钱！”他这才笑了，说：“你算赶巧了，捎着你们对我来说也
没损失。”说着，他就打开了车门。我和儿子对视了一下，便在
感动中上了车。路上，他给我们讲烟台的历史、烟台的景点和
名吃，不知不觉到了机场外围。他和我们一起下了车，说：“就
在这里看吧，里面进不去，看完我再把你俩送回去。”

我一愣：“你不是去办事吗？”
“咳，就是送你俩嘛！”他眨眨眼，笑了。
“不行不行，那你一定得收费！”我恳切地说，“不说工夫，

车还得烧油呢！”
“那好，你们先看吧！”他应着。
回到海边停车场，我掏出一百元钱给他。他笑着嚷嚷：

“收钱就让你们打的了！我学回雷锋还不行吗？”
一句话引来几个中年男子，他们听了司机的叙述，都说：

“帮个小忙还不应该吗？收什么钱！”
“要是真过意不去，”司机瞅着儿子，“小伙儿，你毕业后就

留在烟台，帮助我们搞建设，好吗？”

“对对对！”几个中年男子齐声附和。
“你们看海吧！”司机看着我，拍拍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的肩

膀，说，“俺去洗海澡，再见！”说着，他们就在我和儿子的注目
中走了。

感动！我再一次受到感动——默默地，我在心中萌生一
个念头：烟台，你这座美丽好客的滨海城市，就是我晚年最值
得托付的地方，就是我将来的家！

自此，为了这个既定目标，我一直在努力着——
赶巧，第二年，刚晋升三级士官的女婿从枣庄调到烟台

金沟寨解放军疗养院服役。退伍时，我竭力说服他不回原籍
安排工作，就在烟台自谋职业。然后，又说服在老家镇政府
上班的女儿，主动分流带孩子来烟台定居。儿子毕业后，当
然也在烟台成家立业。这为我和老伴来烟台安度晚年提供
了有利条件。

可问题偏偏出在老伴身上。无论咋说，她就是不同意来
烟台安家。她说，老家是我出生的地方，穷家难舍，故土难移，
我走不得。我便再三劝她：小时候，父母在的地方是家；年老
了，儿女在的地方是家。不管咋说，她就是一根筋。对于这么
个“老顽固”，我只好感叹道：那就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慢
慢转化吧！

老伴退休那年，正好赶上儿媳生孩子，她只好“卸了这套
上那套”。

乍来到烟台，她感到百样的不顺：出门就爬坡，累；小区人
来自山南海北，不合群；吃饭时，闻着海鲜味就想吐。她曾说，
度日如年啊！

我和儿子商量对策：用烟台的美景、美食打动她！于是，
一有空闲时间，儿子和女儿就带她在市里转悠：游养马岛、渔
人码头、烟台山、芝罘湾广场、栈桥、月亮湾、东西炮台、蓬莱阁
等景点，吃烟台焖子、蓬莱小面、鲅鱼水饺、鱼锅片片、韭菜炒

海肠、卤驴肉、福山拉面、杠子头火烧、盘丝饼、海菜包子、丹桂
粉肠、芙蓉干贝等美食，品葡萄美酒。慢慢地，她对烟台接纳
了，亲热了，喜欢了！她说，想不到这烟台的美景百看不厌，怪
不得连秦始皇和八仙都迷恋；这美食，真是越吃越想吃；还有
那葡萄酒，越喝越上瘾！

真正促使老伴在烟台安家的动因还有“三次丢物”。
五年前，办了退休手续的我刚来烟台，老伴就让我给外

孙、孙子们买换季的衣服。买好后，我俩坐公交车去女儿家。
转了几次车，来到女儿家盘点新衣时，竟发现少了一包，正是
给两个外孙买的，价值一千多元。老伴心疼得倒在沙发上直
抹泪。我一时没招，只好不停地劝慰她：没事的，可以找回
来。不料，她大喝一声：“你厉害！人家拾了给你送来？”随后
便捂紧耳朵。

怎么办？我抱着一线希望，拨打了《烟台晚报》的民生热
线。对方问清我在什么时段坐的几路车、包里都有什么衣服，
然后又记了我的手机号，让我等候回音。我躲在外面，心里忐
忑不安，怕老伴吵我，不敢回女儿家。哪想没用半个小时，就
接到了回音：82路车乘客捡到后交给了司机，请到旅游大世界
场站去取。当时我那个激动啊，简直乐成了三岁的毛孩子！

到女儿家跟老伴一说，她撇嘴不信，说我骗她。后来，女
儿陪着我们去取，在实事面前，老伴终于服气了：“这烟台人
真好！”

不久，我和老伴领着6岁的小孙女出去游玩。由于是周
末，公交车上人挤人。待我们挤下车时，小孙女竟大哭着说
她的帽子没了。眼瞅着开走的公交车，老伴直吵：“这是儿媳
妇刚从网上买的，一百多块钱呢！”她眼剜着我：“看咱俩吧，
真没用！”

“别急别急！”我悄悄对老伴说，“我打个电话找找。”
“还想吃那馍？没门！”老伴白着我。

不想，电话打过去，很快有了回音：46路车司机在清车时
捡到，请到康和新城场站去取。

老伴听了，乐得直拍巴掌：“这烟台人啊，可真叫我服了！”
“大妹子，你说啥？”一位古稀老人凑过来，不解地问。
待老伴述说了缘由，老人眼一瞪，挺认真地说：“你可知

道，烟台是连续多年的全国文明城市！”
第三次丢物发生在前年夏天。我和老伴从北京游玩回

来，在烟台火车站附近吃饭时，把装有手机、身份证和乘车卡
的小包忘在了那里。待我们走到站点乘车时，她一下惊愣了：

“小包忘在饭店里了！”我俩赶忙跑回去，老板离老远就喊：“正
找你们呢！”

老伴感激地直说：“谢谢了！谢谢了！”
老板笑笑说：“不用谢！忘在我这里的东西，我都会收起

来，单等失主来找。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三次丢物”彻底改变了老伴最初的观点，她对我说：“还

是你的想法对，咱在烟台买房吧！”
买哪里呢？儿子说：“妈，您好赶集，咱就买靠近城乡接合

部的黄务吧！那里市场多，离烟台南站近，以后可能还要建地
铁站和大型商场，是城市发展的‘潜力股’。”

老伴更乐了：“就是儿子圆滑，学会拍妈的马屁了！”
“哈，奶奶成马了！”小孙女高兴地拍着小手直跳。
买了房子，儿子又操心给装修、购置家电，计划去年“双

节”期间喜迁新居。
临近“双节”，儿子带我们过去“验收”。老伴一进门，简直

惊呆了：“儿子，你给爸妈整得太漂亮了，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
观园！”

“妈，瞧您乐不思蜀了！还想回老家吗？”儿子趁机逗老
伴。

“你这孩子，想撵老妈走？没门！就粘你这里了！”说完，
老伴高兴地哈哈大笑。

“我说这烟台啊，可真是个好地方！”老伴乐呵呵地说，“我
从小好吃野菜，这里榆钱、槐花、香椿、婆婆丁、荠菜、马蜂菜啥
的，一年到头不断。这水果呢，草莓、樱桃、桑葚、无花果、石
榴、苹果、梨、葡萄，从年头吃到年尾！就连黄瓜，都比老家的
甜脆！这里气候好，水土好，养人！”

“瞧，妈在给烟台做形象代言呢！”儿子笑着说。
“烟台，我与你的约定终于实现了！”一旁，我默念着，一脸

欣喜。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与云同往，与风同行。

春风

我印象中的春风是诗词中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
寒杨柳风”“春风朝夕起，吹绿日日深”。

春风如同婉约含蓄的江南女子一般轻柔，如同古典乐曲
一般舒缓。春风不仅带给我们温暖的拥抱，还带给我们丝丝
新翻泥土润湿的气息。走在春风里，一切都是新的，绿的，张
开双臂仿佛就拥有了整个天地。

夏风

我印象中的夏风是炽热的，奔放的。她或许会让你燥热

难耐，但何不品一杯香茗，让夏风变得清芬馥郁。
站在茂密的法桐下，我向上望去，那茂盛的树叶遮住了

我的视线，望不见天。忽而，夏风袭来，树叶婆娑，亮眼的天
空忽现斑斓缤纷，那原本的燥热却也变得清凉干爽了。那一
刹，我顿觉夏风似流动的溪水，她似在拥抱着我，更似一种呵
护，一种慰藉。

秋风

在我的印象中，秋风或许便是纳兰性德词中的“人生若
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秋风有悲亦有喜。秋风吹走了萧萧的黄叶，也吹来了丰
收的喜悦。是别离，也是收获。

秋风吹来，天空蔚蓝高远。她已不似春风那般柔弱，夏
风那般奔放，而独有了一份厚重与坚强，谦卑与成熟。让人
不由得尽情享受着她的拥抱。

冬风

在我的印象中，北国冬天的风是刚强的。有时她甚至强
大到让人畏惧。

走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我穿着厚厚的“铠甲”，用尽浑
身解数，不想更不愿接近她，但她却固执地逼近我，钻入了我
的衣领和袖口之中，我感到了侵骨的寒冷……

但，我深知，经过寒冬的坚忍，她又会回到春的枝头，用
那“杨柳风”轻抚我，拥抱我。

一年四季，岁岁年年，我在拥抱风，风在拥抱我，我们同
行于人世间。于是，我有了春风的灵动委婉，夏风的热情丰
沛，秋风的谦卑无私，冬风的果敢刚毅，有了“风格”与“风
骨”。

夏日清晨，当我拉开窗帘时，早起的阳光已把小院泼洒
成一抹委婉雅致、生机盎然的诗意画境。

小院不大，只有一条小径通往院门。小径两边是间隔成
长方形、整整齐齐的像钢琴键似的几畦小菜地，时有鸟儿好
奇地在琴键上蹦跳着，发出欢快的吟唱。菜地里种着西红
柿、辣椒、芋头等接地气的瓜果蔬菜，被昨日的雨滋润得精神
焕然。唯有那几株西红柿，仿佛喝醉似的有些东倒西歪，使
我意识到要搭架子支撑了。

小院自然不能少了花的点缀。围墙边，几株蔷薇刚卸下
它们娇艳的容妆，墙角下的百合和绣球就迫不及待地擎起了
明媚艳丽的花伞、彩球。房门旁栽种的月季，更是不断地绽
放着粉嫩如霞、高雅优美的花朵……鲜花的幽香沁润着整个
院落。

当初买这洋房一楼时有些犹豫，担心光线、排水等弊端，
但对一楼院子的喜爱，最终使我将其买下。这样，闹市中我
终于有了一方可供自己亲近的土地。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一
直羡慕农村那家家都有的小菜园，栽种的各种蔬菜既新鲜又
绿色。于是，我家小院改造时没有大的动作，仅是修好路、通
上水、搭好架子这么简单。开始，我不加甄选地栽种了石榴、
柿子树，但终因其遮挡光线，后移栽至门前的公共绿地，小院

就以栽种瓜果蔬菜、四季花草为主了。
闲时，我喜欢参观小区各家小院，欣赏他们的精心设计、

匠心打造所呈现出的不同品位和风格。
我家西邻居，将小院打造成了休闲天地，用防腐木建了

一个亭子，亭下有木桌和木凳，可以在此品茗聊天，也可以用
来烧烤聚会。亭子旁还栽种了一株桂花树，两株葡萄沿架爬
满亭上。秋天果实从天而降，别有一番景致。整个院子被绿
植和花卉簇拥得错落有致、花艳叶绿，显得灵动而丰富，清秀
而质朴。

还有的小院，使我感到仿佛是时尚的轮回。业主把原有
的铁艺院门改为中式的门楼，进门是福字照壁。院内有鱼
池、亭阁、木廊，空地上奇石与花卉相映衬，院墙的四周栽种
着婆娑摇曳的竹子。如此亭台水榭、花鸟草木，宛如一个迷
你版的古典庭院，把中国人骨子里的“院落情结”诠释得淋漓
尽致。

庭院在古代就备受推崇和青睐。文人尤为注重寓情于
景、寓意于院，喜爱在院里会友、读书、品茶、咏诗，可谓是其
精神家园。唐宋时期兴起的庭院式园林，以白居易、苏东坡
为代表，不仅把秀美的自然景物融入庭院之中，更把对人生
的感怀注入其内。白居易建造了“洛阳履道坊宅园”等四处

私园，留有“动摇风景丽，盖覆庭院深”的诗句；苏东坡有名为
“雪堂”的院落，内有梅花、垂柳和池塘，自此留下了“深深庭
院清明过，桃李初红破”的传世佳句。

老舍先生也十分喜爱庭院。1949年老舍从美国回国后，
在北京买下一处四合院，其余生都在此生活和写作。老舍和
夫人都恋花、爱树。他们在院子里种了两棵柿子树，秋天丹
柿累累，小院由此得名“丹柿小院”。老舍的女儿舒济说，小
院的菊花和丹柿最美。空中有丹柿，地上有菊花，小院的美
铺天盖地。

凝望我的小院，虽然显得些许朴实和寒酸，但我依然怀
着深深的眷恋和欢喜，不慕奢华别致、娴雅富贵，但求一方净
土、一片绿荫、一缕诗意。在这里，我可以摈弃城市的嘈杂，
春观繁花似锦、夏听蝉虫争鸣、秋望庭院拥月、冬读白雪浪
漫，让生活返璞归真，让思绪清澈透明，让心灵的触角轻轻抵
达宁静、温馨的港湾。

我珍惜与小院每一天的相拥和每一次的对视，一朵花儿
的微笑，一片叶子的舒展，一个果实的孕育，都会在我心底荡
起一弦涟漪；鸟儿的啁啾，彩蝶的飞舞，蜜蜂的忙碌，甚至蜗
牛、瓢虫等小动物的纷至沓来，都使我感悟到世间万物的真
谛和美好。眼下，小院里的茄子悄然绽放着淡紫色的花，嫩
茄在肥大的绿叶间隐现；还未成熟的西红柿在羞羞答答的小
黄花下，泛着碧玉般的光泽；芋头顶着荷叶似的玉盘，露珠于
盘中晶莹欲滴；架子上的猕猴桃，毛绒绒的果实密密匝匝地
挂在空中……在我的心目里，这里的美同样是铺天盖地。诚
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宅中有院，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
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对了，我家的小院还没有名字，起个什么好呢？

我大学毕业后即在企业里工
作，直到2001年才退休。在刚退
休的那几年里，为了防止寂寞，每
年都订阅十几份报纸，每天看报
剪报。可是日子久了，就感到生
活有些单调、枯燥。当时，恰巧我
的小孙子为了就近上学，就住到
我家里，于是每周一至周五接送
其上学，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任
务。后来小孙女也来了，因为这
兄妹俩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所以
我每天领着两个小学生上学、下
学，还要辅导其写作业。从此，我
的退休生活焕然一新：一是增添
了新的生活内容，二是生活节奏
有了规律，三是生活更有意义，既
能帮助儿子、儿媳减轻负担，又能
发挥我的余热。更重要的是，新
生活带来了亲情的天伦之乐和勃
勃生气。从此，我不再感到寂寞
和枯燥。

尤其是每年的暑假和寒假，两个孙女一个孙子都来家
里写作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一面辅导他们写作业，一面
教他们《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并制定作息制度：上午
三课时，写作业和预习新课文；下午一课时，学习《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和《弟子规》，其余时间自由活动。每课
时四十五分钟，课间十分钟要远视和做操，有时还出几个谜
语让他们猜，借以调节学习气氛。

我是个谜语爱好者，在学生时代就对猜谜语有浓厚的
兴趣，所以在看报的过程中，特别留意报刊上所载的谜语。
在前几年里，《齐鲁晚报》有每日一谜，《烟台晚报》也经常刊
登一些谜语，《老同志之友》每期也登载十几条谜语，还有其
他一些报刊也偶有刊载，我都一一摘录下来。每年元宵节
期间，我都会与老伴领着孙子孙女到烟台山、南山公园、福
建会馆等处猜谜语，收集了许多谜语。在平日我自己也编
制一些谜语，当时也未曾有过要编著成书的想法，只是一种
爱好而已。

为了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更是为了营造家庭文化氛
围，2009年元宵节晚上，我开始举办家庭有奖猜谜活动，每
次选择200余则谜语让全家十余人一起猜谜，奖金等级从每
则五元到五十元不等，因难度不同而异。大家都争先恐后
地竞猜，其乐融融。这样的活动一直持续至今，从未间断。
我还利用家庭聚会的机会，每年搞几次朗诵比赛、作文比赛
和乐器表演，让孙子孙女展示自己的才艺。我还指导她们
参加报纸上的征联、征谜活动，有时也被录登过。

后来，孙女孙子陆续到高中住校就读，尤其是上了大学
之后，我又有了较多的休闲时间。在坚持读报剪报的同时，
我萌生了出书的念头：为何不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
呢？于是，我开始着手将多年收集、编制的二万余则谜语归
集起来，进行分类、排序，再分类、再排序。反复抄写了几
遍，然后汇编成册。屈指算来，总共用了十数年的工夫，宅
在家里埋头编写。我乐此不疲，也许这就是谜语的魅力吧。

2022年10月，我的书《谜苑览胜》终于完稿。由于疫情
的原因，一直拖到2023年夏天才联系出版。现在样本已经
印好，不久即可正式出版发行。如果这本谜语集子能够给
读者在茶余饭后解解闷，带来些许欢乐，那正是我的初心和
希望。

就在我陶醉在谜语世界里的时候，我的孙子孙女仿佛
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大孙女已在国外大学硕士毕业，并在
当地就业；孙子已经大学毕业，在读研究生；小孙女即将大
学毕业，而且他们兄妹二人都加入了党组织。看到这兄妹
三人学业有成、茁壮成长，我也由衷地高兴。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及我的老伴。她为了支持我读报
剪报，支持我收集编制谜语，支持我辅导孙子孙女，承担了
绝大部分家务，十数年如一日。她还是安立盛学雷锋志愿
者大队的成员，经常到公共场所捡拾垃圾，到公交站点擦拭
玻璃，定时到毓璜顶机关幼儿园大门口护送小朋友过马
路。她还担任楼长，跑上跑下为邻居服务，一直干到八十岁
才退下来。

总之，我们的退休生活是充实、有序、有趣的，是丰富多
彩的，我们力所能及地践行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我和烟台有个约定我和烟台有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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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烟台海岸风光傍晚的烟台海岸风光。。

与风同行与风同行
□侯朗润心灵微品

□孙 光街谈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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